
盐城市 “十三五”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是全市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国家倡议，

加快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全面实现从开放大市向开

放强市转变的关键时期。盐城市开放型经济 “十三五”发

展规划根据 《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和盐城市委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及 《盐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编制，主要阐述 “十三五”期

间全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战略

措施。
第一章　 “十二五”开放型经济发展成就

“十二五”期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

全市商务条线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 “建设新盐城、

发展上台阶”为总定位，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全面深化开

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积极融入全国全省对外开放布局，加快构

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

标任务顺利完成。

利用外资质量提升。一是外资总量不断扩大。２０１１年完成

注册外资实际到账１６８８亿美元，首次实现县县过亿元，２０１２

年全市外资到账首次突破２０亿美元。“十二五”期间，累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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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注册外资实际到账额７１９亿美元，是 “十一五”的１６倍，

累计新批外资项目１１８７个，较 “十一五”期间翻番。全市外商

投资企业缴纳涉外税收首次突破１００亿，始终保持苏北第一。

二是新批项目品质提升。“十二五”期间，全市累计批准１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外商投资项目５９５个，其中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上１３２家，

５０００万美元以上６４家，１亿美元以上９家，分别是 “十一五”

期间的２４４倍、１９４倍、２２５倍。三是对外招商成效明显。累

计批准日韩港台外资项目１１８７个，协议利用外资１０４亿美元，

实际到账６１４亿美元，占总量的比重分别为８６６％、８６５％、

８５４％。韩国已成为盐城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盐城市被认定为

江苏省首家韩国产业转移集聚和服务示范区，２０１５年中韩自贸

协定正式签订，盐城被确定为中韩产业园重点合作城市，将盐

城推向全方位开放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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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一是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全市进出

口总额连年突破，２０１１年突破５０亿美元，２０１３年突破６０亿美

元，２０１４年突破７０亿美元，２０１５年突破８０亿美元。全市出口

总额２０１４年突破４０亿美元，２０１５年突破５０亿美元，连续２年

增幅全省第一。二是出口动力不断增强。２０１５年，全市出口超

亿美元企业７家，超千万美元企业达９８家，有出口实绩企业

１１２６家，较 “十一五”末分别增加５家、５２家和３５１家。“十二

五”以来，创成省级出口基地６家，培育知名品牌８个，数量

苏北第一。盐城综保区汽车零部件进口交易中心被认定为江苏

省进出口商品交易中心试点单位。出口国别 （地区）由 “十一

五”末的１５６个增加到１７７个，其中对北美洲、欧洲、日本、韩

国出口占全市出口比重的５６％。三是外贸结构逐步优化。全市

基本形成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纺织产品、轻工消费品和农产

品５大类出口商品格局。其中，机电产品占比３６２％、化工产

品占比１９２％、纺织产品占比１９２％、轻工消费品占比９７％、

农产品占比３２％。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１１４％，比２０１０年

提升１５７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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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园区加快建设。一是载体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全市已

建成国家级开发区１个、国家级高新区１个、国家级综合保税

区１个、省级开发区９个、省级高新区２个、市级重点经济园

区６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区１４个、南北 （盐沪）共建园区１７

家。在全省开发区科学发展综合评价考核中，盐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进入全省国家级开发区前２０；大丰、建湖、东台经济开发

区进入全省省级开发区前２０；韩资工业园连续２年在全省特色

产业园年度考核中名列第１。二是对全市经济贡献份额快速增

长。全市１１家省级以上开发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位列全

省第５位，进出口增幅位列全省第１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进出口总额、注册外资实际到账等３项指标的总量在苏北五市

位列第１位。“十二五”期间，全市重点开发园区以不到１／５０

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市２／５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４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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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和规上工业开票销售收入、超过３／４的注册外资

实际到账和进出口总额。三是开发园区规模逐步扩大。韩国现

代、法国佛吉亚、美国安进、台湾鸿海等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和跨

国公司纷纷在盐城开发园区投资，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摩比斯

汽车零部件、德龙镍业、博汇、东祥麟、领胜科技等一批重大

项目相继成长为盐城千亿元或百亿元级领军企业。目前，全市

开发园区共有各类工业企业４９３８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１３４２家；共有各类服务业企业２１０１家，其中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４０５家。

重点开发园区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同比增长 （％） 占全市比重 （％）
２０１１ ９３４７ ４６１％ ３５２％
２０１２ １１９８ ２８２％ ３８３％
２０１３ １４４１ ２０３％ ３９３％
２０１４ １６９８ １７９％ ４０６％
２０１５ １９４６ １４５％ ４０８％

注册外资实际到账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占全市比重 （％）
２０１１ １０６ ４１４％ ６４％
２０１２ １４１ ３２４％ ６７３％
２０１３ １１１ －２０８％ ７３％
２０１４ ７６ －３２％ ７３１％
２０１５ ６１ －２０２％ ７６８％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占全市比重 （％）
２０１１ ３７７ ３３８％ ７３７％
２０１２ ４３３ １４６％ ７５３％
２０１３ ４９９ １５２％ ７６４％
２０１４ ５６１ １２４％ ７４６％
２０１５ ６２８ １２％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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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经外包发展良好。一是境外投资发展迅猛。２０１１年新批

境外投资项目６个，中方协议投资额２６９４万美元，同比增长３

０１％。２０１２年境外投资首次突破１亿美元。２０１４年新批境外投

资企业２５家，首次实现县县都有境外投资项目。２０１５年，中方

协议投资额４３４亿美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历年总和，同比增长２

３倍，增幅全省第一，成为全省实施 “一带一路”国家倡议

突破最快的地区。响水德龙镍业在印尼投资的镍合金项目，是

全省第二大境外投资项目。二是外派劳务秩序规范。全市现有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４家，外派劳务已延伸到新加坡、日本、韩

国、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阿尔及利亚、斐济等４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１４家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的企业，有７

家企业开展了对外承包工程业务，项目主要涉及科威特、阿联

酋、卡塔尔、阿尔及利亚、越南、俄罗斯、新加坡等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三是服务外包发展加快。２０１１年全年实现离岸

外包业务收入１５０万美元，实现了离岸外包零的突破。出台了

《关于促进全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意见》，２０１５年服务外包企

业突破１００家，从业人员达到８０００人，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１

０亿元。热点网络公司成为全市第一家挂牌上市的服务外包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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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三五”开放型经济发展形势

世界经济形成 “新格局”。“十三五”时期，合作共赢、相

互开放、相互依存仍是大势所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蓄势待发，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深刻演变。发展中国家工

业化进程加快以及发达国家推动 “再工业化”和 “制造业”回

归，围绕市场、产业、科技、能源、人才的竞争将更趋激烈，

全球经济贸易格局正在深刻改变。但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态势将

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跨国投资波动较

大，投资流向发生变化，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加大。

国内经济进入 “新常态”。国内发展面临跨越 “中等收入

陷阱”、“三期叠加” （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

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带来的诸多挑战，传统企业竞争优势弱化，

—８—



经济发展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十三五”时期，经

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经济下行压力也将持

续加大。但从经济全球化背景看，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是

世界上最具有潜力的市场和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国家，对外商投

资和国际贸易有巨大的吸引力。

开放发展迎来 “新空间”。随着全市交通、水利、能源等

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发展空间相对较

大、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等比较优势将发挥作用。预期随着国

际产业转移进程和中韩盐城产业园区建设的加快，全市利用外

资的质量，将会有一个大的提高，对外贸易的规模也将进一步

拓展。同时，随着全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市重点企业的

境外投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走出去”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开放型经济将由引进外资为主逐步向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

发展。

“十三五”时期，全市开放型经济也将面临诸多困难和

矛盾。

利用外资增速放缓。受美国 “制造业回归”政策等大的环

境影响，２０１３年开始，全市利用外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十三

五”时期，随着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成本上升，生

态环境资源约束加大，全市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下降，增速或

将进一步放缓。

外贸稳增长压力较大。全球贸易由于受较强的通胀预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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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保护主义的影响，持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减小。同时，针

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将不断升温，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将相对

过剩，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大量采用新贸易保

护主义政策，而全市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较大比重，

影响较大。

企业 “走出去”风险加大。受国际形势、政治因素、流行

疾病、经济利益等影响，全市承接的外经合作项目面临的不确

定因素增多，企业走出去将面临一定的风险和困难。

转型升级压力空前。全市开放型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比

较明显，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凸显，全市外贸依存度仍然较

低，招引外资难度持续加大，境外投资规模总体偏小，重点开

发园区缺少龙头项目支撑、没有鲜明特色的完整产业集群等情

况，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面临较大压力。

第三章　 “十三五”开放型经济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抢抓 “一带一路”、沿海开发、长三角

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上海自贸区和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

战略机遇，坚持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互动并进，积极融入全国

全省扩大开放战略布局，创新开放合作机制，转变政府工作职

能，健全综合服务体系，营造法制化国际化市场环境，促进国

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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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

基本原则。牢牢把握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 “走出去”、“引

进来”，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加

快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

充分发挥中韩盐城产业园区引领作用，着力提升沿海开放开发

的层次和水平，努力实现对外开放新突破，进一步稳定开放型

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加快建设 “创业、开放、生态、幸

福、厚德”的美丽盐城。

主要目标。初步建立起与国际规则相接轨、与发展阶段相

适应的新型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提升集聚国际资源能力，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

（一）利用外资目标：注册外资实际到账年均增长１０％，

到２０２０年，注册外资实际到账达到１３亿美元，再引进世界５００

强及分公司３０家。中韩盐城产业园区、中欧盐城生态园和江苏

沿海台资新高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二）对外贸易目标：进出口年均增长８％，到２０２０年，进

出口达到１２０亿美元。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力争打造跨境

电子商务集聚区５家，重点培育跨境电子商务外贸进出口零售

企业５０家以上，传统外贸进出口企业开展Ｂ２Ｂ跨境电子商务率

超过８０％。

（三）外经工作目标：对外投资年均增长１２％，到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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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项目的计划总投资额累计达到３０亿美元以上。

（四）重点开发园区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全市重点开发园区

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１２亿元，年均增长１０％；工业固定资

产投资３０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１５％；规上工业开票销售收入４４００

亿元，年均增长１２％；利用外资实际到账１０５亿美元，年均增

长１０％；外贸进出口１００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０％。创建成２－３

个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全市服务外包企业突破２００家，主

营业务收入达到１５亿元。

“十三五”开放型经济主要发展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１５年实绩 ２０２０年预期值 年均增长

利用外资
注册外资

实际到账
亿美元 ７９５ １３ １０％

对外贸易 外贸进出口 亿美元 ８１２ １２０ ８％

外经 境外投资 亿美元 ４３ ７６ １２％

重点开发

园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１９４ ３１２ １０％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１５１４ ３０００ １５％

规上工业开票

销售收入
亿元 ２５４２ ４４００ １２％

利用外资实际到账 亿美元 ６１ １０５ １０％

外贸进出口 亿美元 ６２８ １００ １０％

第四章　 “十三五”开放型经济主要任务

“十三五”期间，盐城将迎来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既包括

经济领域的开放，也包括社会发展领域的开放；既要扩大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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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开放，也要加强与境内其他地区的开放合作，努力拓展对

内对外开放新空间。

第一节　围绕 “东西南北”，加快构建双向开放布局

加快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积极策应 “一带一路”国家倡

议，着力拓展 “东南西北”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向东出海，

面向日韩港台建立新标杆；向南融合，面向上海和苏南经济发

达地区搭建新载体；向西拓展，对接中西部地区和欧盟国家富

集新资源；向北联手，与央企合作、建立盐连合作示范区共创

新格局，积极寻求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合作。

加快沿海开放开发步伐。健全和完善沿海 “三港联动”开

发机制，积极探索沿海港区构建 “区镇合一”新体制，促进港

口、港产、港城协调发展；加快推进盐城电子口岸建设，推进

滨海港、射阳港、响水港创建一类对外开放口岸；扩大与国内

外知名港口合作，加快推进盐城港融入国际航运体系。按照

“依港兴工、以工兴市、集约开发、保护生态”的总体要求，

充分发挥我市港口、滩涂、盐田等独特优势，加速推进黄海经

济区建设，规划布局大产业、大载体、大项目，使沿海经济区

成为全市重特大产业项目的承载区。

加快推进中韩盐城产业园区建设。按照第四代中外合作园

区建设理念，按照 “南有中新工业园、北有中韩盐城产业园”

总体定位，加快推进 “十大产业”、“十大功能平台”建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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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形成 “一园三区”发展格局，全力把盐城建设为韩国在华投

资发展产业集聚基地、对华贸易重大物流集散基地、中韩友好

交往窗口城市、韩国游客首选目的地城市，把中韩盐城产业园

区建成国际一流的低碳生态园区、中韩文化交流的新平台、宜

商宜居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新园区、对韩开放体制机制新园区，

打造成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中外合作示范园区，致力成

为江苏呼应 “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新的重要支点和平台，成

为江苏乃至全国对韩交流合作新的重要通道和基地，成为影响

和促进江苏沿海开放发展的重要窗口和纽带。到２０２０年，中韩

盐城产业园区ＧＤＰ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实现对韩进出口５０亿美元，

入驻韩资企业１５００家，累计注册韩资４５亿美元，韩国入境旅游

人数达１０万人次。

加快与上海自贸区合作对接。充分发挥盐沪两地互补优势，

加快与上海自贸区全方位融接。积极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在基础设施、产业融合、平台建设等方面推进全面合作，更好

地分享政策的 “溢出效应”，实现协作互动、融合发展、借力

发展。探索建立与上海自贸区内总部经济产业联动发展机制，

争取一批跨国公司在我市设立生产制造和物流基地。鼓励大丰

港与上海自贸区内的航运企业合作，开展 “捎带业务”；支持

大丰港开展沿海内支线航运业务，加大航班密度。加快推进长

三角经济一体化苏沪合作试验区建设。支持大丰港区申报汽车

整车进口口岸和建设综合保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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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开放载体平台建设。推进综合保税区体制机制创新，

加快保税物流中心建设，支持沿海经济区积极争取海关特殊监

管区以及国家级检验检疫平台。探索建立对韩经贸合作新机制，

加快打造中韩国际美容健康产业园。进一步扩大与台湾地区开

放合作，加快建设阜宁台湾工业园、盐都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合

作载体，全力打造江苏沿海台资新高地。探索建立与欧美产业

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中欧盐城生态园。强势推进开发园区载体

建设，积极创建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知识产权示范区、特

色产业基地等功能载体，增强承载能力、配套能力和服务能力。

第二节　围绕 “量质并举”，不断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优化外资审批制度改革。在全市范围实施 “一窗受理”并

联审批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在中

韩盐城产业园区核心区内，探索 “快速审批服务” ＋“负面清

单管理”的外资准入发展机制；在中韩盐城产业园区主体区内，

开展健康美容医院试点，拓展利用外资领域，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利用外资质量水平。强化对外招商，突出日韩港台，

拓展欧美领域，瞄准世界５００强、跨国公司和行业领军企业，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推动引资与引技、引智相结合，注重引进

一批龙头型、旗舰型企业项目，力争 “十三五”期间每个县

（市、区）均引进１个投资３亿美元以上外商投资项目，利用外

资保持苏北领先。到２０２０年，全市服务业利用外资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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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６０％以上。

优化外资多元化投资机制。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促进我

市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鼓励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积极吸引

境外公司在盐设立地区总部，发展总部经济。推动金融业对外

开放，积极推进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在贸易投融资业务中扩

大跨境人民币结算使用份额，鼓励外商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我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鼓励外资投向现代农业，提升

我市农业生产效率和科技水平。鼓励支持国外、境外企业和个

人在我市设立外资养老服务机构。坚持内外资并重，给予外资

企业国民待遇，争取放开网上销售外资准入限制，积极探索放

开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商贸流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

优化投资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大丰港和盐城机场两个国

家一类开放口岸功能，充分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在承接国际产

业转移、促进对外贸易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快建设 “韩国城”、

“台湾街”等特色服务街区和国际社区，提供优质便利生活服

务，吸引更多境外高端人才来盐城发展。依托海盐文化节、丹

顶鹤国际湿地生态旅游节等平台，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加强城

市品牌建设，提高城市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优化对外招商方式。建立市、县、开发园区 “三位一体”

的工作机制。建立面向全球的对外招商网络，提升驻日韩港台

经贸联络处功能，加快筹建驻欧联络处，及早谋划建立驻美联

络处。完善中介机构招商奖励办法，深化与 “五大行”、“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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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等著名中介机构合作，争取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中

介合作伙伴，在国内主要城市都有招商代理人。扩大以商引商，

关联招商，鼓励已有外资企业增资扩股，加速产业集聚。突出

产业招商，立足我市汽车、纺织、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优势产

业，重点围绕 “百家央企、百家上市公司、百家跨国公司”，

继续实施 “春夏秋冬”招商战役，做长做粗产业链条，做大做

强企业集群。

第三节　围绕 “优进优出”，着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着力稳定出口增长。积极参与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

苏北五市检验检疫一体化建设，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深入实

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发挥国内外知名展会的带动作用，支持企

业继续巩固传统市场，大力开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拉美

等新兴市场，力争到 “十三五”末对新兴市场出口占全市比重

３５％。着力解决化工、家纺、玩具等重点产业出口面临的困难

和问题，稳定优势产业出口规模。引导新能源、节能环保、汽

车、海洋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国际市场，培育外贸新增

长点。加大骨干企业培育力度，引导有条件的规上企业成立进

出口公司，扩大进出口范围。到２０２０年，年出口超１０００万美元

企业达到１２０家，其中出口超亿美元企业１０家。

着力创建出口品牌。实施国家、省、市三级联动，稳步推

进出口基地建设工作，加快培育国家级、省级出口基地。“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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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间，建成省级以上出口基地１０家，市级出口基地１５家，

实现每个县 （市、区）都有１个市级以上出口基地的目标。完

善出口品牌培育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出口品牌评价、保护、推

广、扶持体系，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兼并、购买境外企业、研发

机构和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创成国际知名品

牌１５个。

着力发展新型业态。加快推进外贸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培

育一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小微企业提供通关、物流、退税、

金融、保险等一揽子服务。大力推进互联网 ＋商贸发展，研究

制订全市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努力争取国家跨

境电子商务出口试点，大力引进和积极培育电子商务平台和企

业，支持企业运用电子商务开拓国际市场，支持大丰区加快申

报中韩跨境电子商务经济合作试验区，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通过规范的 “海外仓”等模式，融入境外零售体系，培育外贸

新增长点。

着力扶持外贸进口。综合运用贴息、信贷、信用保险等多

种措施，支持企业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稀缺资源、

原材料进口，推动企业技术改造，提高引进、消化、吸收和再

创新的能力，发挥进口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鼓

励企业合理增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必要的一般消费品进口，

引导进口企业与国内外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合作，积极拓展内销

渠道，促进消费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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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调整外贸结构。继续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从供给侧改

革入手，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 “大进大出”到

“优进优出”转变。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策应省加工贸易

产业的有序转移，提升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机电产品和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占全市出口比重达到６０％。

鼓励发展服务贸易，进一步扩大文化贸易，加快发展会展经济、

旅游经济，提升盐城产品、服务的国际影响力。以中韩盐城产

业园区的快速发展为契机，充分发挥盐城空港、海港、综合保

税区等平台优势，着力打造韩国日用品、食品、汽车零部件等

商品的集散地和交易展示中心。加快大丰港木材、活牛等进口

商品交易中心。

第四节　围绕 “一带一路”，坚持拓展外经合作领域

坚持以境外投资为抓手，大规模 “走出去”。鼓励条件成

熟的企业加快在 “一带一路”沿线布局和集聚发展，促进加工

制造、商贸物流、农业开发、资源利用等多种产业境外集聚发

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力争用３－５年时

间，建成１－２个省级以上境外产业集聚区。重点支持德龙镍业

（印尼）工业园项目、大丰港 （印尼）和顺镍业项目、江苏建

湖蓝天航空航天产业园并购波兰艾雷奥特航空技术项目、中港

集团莫桑比克水泥建材工业园、杰龙坦桑尼亚农产品加工项目

等境外投资项目加快 “走出去”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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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合作共建为载体，高质量 “引进来”。充分利用全

市１９个重点开发园区、１７个南北共建园区和１５个特色园区平

台作用，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部署，进一步扩大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加快推进中韩盐城产业园

区、中欧盐城生态园、中德产业园等国际合作园区建设。支持

企业通过多种方式与境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和先进制造业

企业开展投资合作，主动参与全球研发分工，积极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鼓励企业并购、合资、参股国际研发企业或设立海外

研发中心，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坚持以优势互补为路径，深化产能合作。充分利用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自然生态资源丰富，潜在购买力需求旺盛，且

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同地位，产业链、价值链也不相同

的特点，借助中国与东盟、巴基斯坦、新加坡、韩国等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自贸协议的契机，着力发挥盐城汽车、纺

织、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基础雄厚和新能源、环保装备、风电

光伏、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技术成熟的优势，推动产业向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优化制造业产地布局，消化富余产能，

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坚持以合作互助为推动，承包境外工程。全市目前有１４家

企业具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质，其中７家企业已开展对外承

包工程业务，要鼓励这些企业积极对接央企、联合境内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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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组成投资联合体，进一步巩固和深耕非洲、中东等传统市场，

积极开拓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不断扩大国际工程市场份额，

鼓励企业采用 ＢＯＴ（建设 －经营 －转让）、ＰＰＰ（公私合作模

式）和ＥＰＣ（工程总承包）等国际通用方式，主动参与 “一带

一路”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承揽建设境外重

大基础设施和工程项目。

坚持以政策扶持为导向，形成推进合力。建立并不断完善

“一带一路”经贸公共信息平台，及时发布相关政策、产业导

向、产品需求、贸易摩擦、风险预警等信息，帮助企业有针对

性地开拓市场、规避风险。探索建立境外投资企业和项目备案

工作 “单一窗口”模式，加快审批进程，提高工作质效。在全

市开放型经济发展引导资金中，专门设立 “一带一路”发展奖

励资金，并积极争取国家丝路基金、省 “一带一路”基金以及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对 “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和品牌创建等给

予必要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引导效应，全力拓展对外

开放合作新空间。

第五节　围绕 “转型升级”，持续推动园区创新发展

持续聚焦重大项目。项目是开发园区建设的中心任务，是

开发园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全市重点开发园区按照北连央

企、南接沪深、融接苏南、东向出海、西向开拓的思路，全力

以赴招引重大项目，密切跟踪世界５００强企业、跨国公司、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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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国企、上市公司、行业领军企业的发展规划和投资布局，突

破一批层次高、业态新、体量大的产业链项目，以大项目催生

大产业，带动大配套，形成大集聚。进一步加大外资招商力度，

围绕重点打造的产业，力争招引龙头外资企业，不断集聚外资

配套企业。

持续坚持特色发展。坚持高端导向、质量导向、效益导向

和市场导向，调高调轻调新调绿调强，尽快提升产业层次，增

强产业竞争力。各开发园区根据现有产业具体情况，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把握发展趋势，依托区域优势，结合产业现状，扩

展产业链条，增强产业关联度，形成产业板块。全市各开发园

区明确１－３个主导产业，围绕主导产业拉长增粗产业链，每个

开发园区培育一个销售收入超１００亿元的特色产业，着力打造

中国东部沿海汽车城、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基地、中国节能环保

产业、中国电光源产业等新特产业基地，建成一批在全国有影

响、在全省有地位、对全市支撑作用显著的特色产业。

持续增强创新能力。加大创新型园区建设力度，突出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集中力量建设一批技术研发平台、技术转移平

台和检验检测平台。大力组建技术联盟和专利联盟，推进政产

学研合作，吸引一批重点高校、科研机构来园区建立研发机构。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为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

环境，发挥政府创新基金的杠杆作用，鼓励发展各类创新创业

风险基金，完善多元化的风险投资体系。加快服务外包园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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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十三五”期间，力争每年招引２０家国内外知名服务外包

企业来盐投资，吸引１－２家行业领军企业来盐设立地区总部，

争取建成省级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２－３个。

持续加大改革力度。合理设置开发园区管理机构及其管理

权限，着力构建与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与开发园区跨越

发展需求相吻合的高效、顺畅、灵活的管理体制。推进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以 “园内事园内办结”为原则，促进开发园区行

政管理和服务创新，将开发园区的社会事业发展职能与经济发

展职能逐步分离，提高开发园区的行政运作效率，剥离不必要

的社会管理职能，集中精力专注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加快在

全市开发园区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进一步提高

开发园区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

持续加强合作共建。充分利用空间、资源、生态等优势，

借助外力走向开放开发，不断深化创新合作共建机制，搭建对

外交流平台，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推进盐沪、盐苏、盐常

等共建园区建设，在加快产业联动发展的同时，加强技术、人

才、管理、品牌等多方面的合作共建，促进合作共建向高层次、

深内涵方向发展。围绕打造韩资密集区和沿海台资新高地的目

标，在有条件的开发园区建设韩资、台资等外资 “区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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